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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人傳凡例

一、 推步之法，由疏漸密，至國朝而大備。我聖祖仁皇帝聖學生知，聰明天縱，御製《數理精蘊》，
契合道原，範圍乾象。以故天下勤學之士，蒸然向化。若宣城梅文鼎、梅 成，大興何國宗，
泰州陳厚耀，休寧戴震等，先後林立，亦皆闡揚推衍，各有譔述。元少治六經，涉及九數。服官
以後，未能究心。徒以象數之學，儒者所當務。爰肇自黃帝，迄于昭代，凡為此學者，人為立
傳。俾後來彥俊，知古今名公大儒從事于此者不少，庶幾起其向慕之心，且緣是考求修改原流沿
革條目，然後進而恭讀聖製，或得有所領解，仰窺萬一。此則輯錄是之大旨也。

一、 學問之道，惟一故精。至步算一途，深微廣大，尤非專家不能辦。《太史公書》：『疇人子弟分
散。』 如淳注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所謂專門之裔
也。』是以『疇人傳』為名，義取諸此。

一、 步算、占候，自古為兩家。《周禮》：『馮相、保章所司各異。』《漢書·藝文志》：『天文二
十一 家，四百四十五卷。術譜十八家，六百六卷。』亦判然為二。宋《大觀算學》以商高隸
首，與梓慎、裨 同列五等，合而一之，非也。是編著錄，專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暈珥、
雲氣、虹霓占驗吉凶，及太一、壬遁、卦氣、風角之流涉于學者，一概不收。

一、 言天者，古有周髀、宣夜、渾天三家。宣夜絕無師說，渾蓋互相駁難，至崔靈恩而始合為一。
魏 間，又有昕天、穹天、安天之論。所執雖殊，而各有旨趣。學者泛觀博覽，于日月列宿天
體運行之故，先了然于胸中，而後可入步算之門，而究其奧室。故六天之說，皆詳錄焉。

一、 儀象者，測驗之先資也。旋機之製，見于《虞書》，尚已。厥後，若漢之張衡，宋之錢樂之，唐
之李淳風、梁令瓚，宋之沈括、蘇頌，元之郭守敬，代有增修，因而愈善。至西洋南懷仁、紀利
安輩，而其製更密。前史凡渾儀、圭表、壺漏之等，并載于《天文志》，與推步區分為二。然事
實一貫，不容歧視。是編于儀器製度，摭錄特詳，欲使學者知算造根本，當憑實測。實測所資，
首重儀表，不務乎此，而附合于律、于易，皆無當也。

一、 算術者，推步之綱維也。句股量天，方程演紀。三差垛積，法本商功；八 相當，率通粟米。
蓋數為六蓺之一。極乎數之用，則步天為最大。故凡通九九術者，俱得列于是編。

一、 采錄諸書。『二十四史』而外，出于文瀾閣所儲《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天文算法類為多。其餘見
聞所及，時有纂修。涉獵愈深，搜羅漸廣。凡所用書目，皆注于每篇之末，以便檢閱。

一、 是編以推步為主，凡所 錄，姓名、爵里、生卒年月而外，其議論行事，但采其有關步算者，
自餘事實，俱不冗贅。經學如鄭康成，功名如杜元凱，史家自有專傳，特舉其一端而已。

一、 立言為三不朽之一，故論譔之目，史傳例得備書，是編亦竊取此義。凡其人著作，發明數學者，
無論存佚未見，一一詳載。惟與天文、算法無涉者，亦從省錄。專書之例，不得不爾也。

一、 《新唐書》載李淳風逆知武氏之亂，《宋史》載劉羲叟預知遼主之亡，此類當是傳者之過，即或
有之，亦是為一術，并非九數所能推測。若因其步術之精，而牽連及之，適足起無識者無窮之
惑。是編一律刪除，庶體例更為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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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今為術者，三統以來，不下七十餘家。其間，如劉洪《乾象術》之月行遲疾、月行三道，
趙 《元始術》，祖 之術之破章法、立歲差，張冑玄《大業術》，劉焯《皇極術》之日行盈
縮、交道表裏、五星遲疾，李淳風《麟德術》之廢章蔀紀元，而用總法，楊忠輔《統天術》，郭
守敬《授時術》之立歲實消長，而不用積年日法。當其建議之初，或不免俗流訾論。後世相沿遵

用，又幾忘其創造之功。凡此之類，是編 摭尤備，以見古人變率改憲，其精神實有不可磨滅
之處。讀者因流溯原，知後世造術密于前代者，蓋集合古人之長而為之，非後人之知能出古人上
也。

一、 諸家用數，子母互殊，課其強弱，則先天後天之故，灼然可見。是編于造術諸人傳中，略載積年
日法歲實朔實等數，善籌策者，即是可考知其術之大凡矣。

一、 《開元占經》所載古今積年章率，《授時術議》所列各術積年日法，俱足以補史志之缺。但《占
經》算至開元甲寅，《術議》下距至元辛巳，故與諸史所稱不合。《金史》謂楊級術以三億八千
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為上元，乃是誤寫《術議》之文。天台齊次風先生于此亦嘗致疑，
皆未明厥故也。是編所采如黃初、元始、奉元、占天等術，皆以距算 之，乃為其術上元距其
造術時之積年，蓋欲合于當時之舊，非輕改古書也。

一、 歐邏巴人自明末入中國，嗣後源源而來，相繼不絕。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于推步一事，
頗能深究，亦當為之作傳。惟新法書所載未人中國之西洋人，有在秦漢以前者，而驗其時代，又
往往前後矛盾，不可檢校。其人之有無，蓋未可知。即果有其人，所謂默冬、亞里大各之類，亦
斷不可與商高、榮方并列。是編依放諸史傳外國之例，凡古今西人別為卷第，附于國朝人物之
後。

一、 西洋新法，累經改易，派別支分，師傳各異。湯若望專主小輪，穆尼閣則用不同心天。戴進賢所
譯，設本天為橢圓。蔣友仁所說，又以為太陽靜而地球動。議論紛如，難可合一。茲并彙而錄
之，用資博考。

一、 西法實竊取于中國，前人論之已詳。地圓之說，本乎曾子。九重之論，見于《楚辭》。凡彼所謂
至精極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為東來法，特譒譯算書時不肯質言之耳。近來工算之士，每據今人
之密而追咎古人，見西術之精而薄視中法，不亦異乎？是編綱羅今古，善善從長，融會中西，
歸于一是。 凡夫改一率立法者，輒因管見所及，于篇末著論，以發其趣。其是非互見謬妄不經
者，亦皆竊寓褒眨，評其得失。天學淵微，折衷匪易，所願與海內學人共審定之者也。

一、 是編創始于乾隆乙卯，畢業于嘉慶己未。中間供職內外，公事殷 ，助元校錄者，元和學生李
銳，暨台州學生周治平力居多。又復博訪通人，就正有道。嘉定錢少詹大昕、歙縣凌教授廷堪、上
元談教諭泰、江都焦明經循，并為印正，乃得勒為定本。集益孔多，附書以志不忘。

一、 《四庫》諸書，浩如 海，翻閱所到，難免漏遺。又國家聲教覃敷，不遺遐邇，山陬海隅，甄
明度數之士，沒世而後未經表章者，亦必尚有其人。廣為搜輯，當俟續編。

阮元手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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